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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监狱服刑人员静脉血血细胞参数结果分析

张青霞!赵
!

慎#

"安徽省宣城市人民医院检验科
!

*%*---

$

!!

摘
!

要"目的
!

了解服刑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的静脉血血常规各项参数的参考值范围!分析各参数结果的影

响因素及年龄变化的关系%方法
!

采集某监狱入监半年以上的
:-'

名健康男性服刑人员静脉血!采用深圳迈

瑞公司
79$(':-9#6

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!采用方差分析法分析从事不同劳动的服刑人员各参数区别及

各参数结果随年龄的变化趋势%结果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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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&血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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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&血细胞比容"

h/G

$&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"

#=g$9Y

$&大血小板比率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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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参考范围低于国家

标准和相关文献报道值%从事不同工种劳动的服刑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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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&血小板计数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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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年龄变化

相关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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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%结论
!

服刑人员血常规部分参数结果明显低于社会人员!有必要建立起该群体的参考范围%

关键词"血常规#

!

参考范围#

!

年龄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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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刑人员

中图法分类号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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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编号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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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刑人员这一群体因为有其特殊性#其健康体检

数据鲜有文献报道#血常规作为健康体检的重要检测

指标之一#为疾病的早期发现和诊治提供了重要依

据#为研究这一特殊群体的血常规参数参考范围并探

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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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医学与临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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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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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其影响因素及增龄变化趋势#本文选取了某监狱内

参加健康体检的
:-'

名男性服刑人员的静脉血血常

规结果#对其
*(

项参数作了统计分析#现报道如下'

$

!

资料与方法

$+$

!

一般资料
!

研究对象选自
*-'.

年
&

月国内某

监狱男性服刑人员#入监半年以上#无吸毒史#非病毒

携带者#无已知疾病#其余各项体检指标无明显异常#

符合条件的共
:-'

名#年龄
'&

"

;,

岁'

$+/

!

仪器与试剂
!

采用深圳迈瑞公司的
79$(':-

9#6(

分类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#原装配套试剂及质

控物#仪器由厂家工程师校准'

$+'

!

方法
!

参加健康体检的服刑人员在清晨空腹状

态下选用
[=53$]

*

真空采血管采集静脉血
*!<

#

*

I

内上机检测完毕#标本检测前使用厂家原装质控物

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#并在每
%-

个样本测定后测

定一次质控物#

'

个月内完成全部服刑人员的检测工

作'白细胞测定采用激光流式细胞技术和电阻抗法#

红细胞和血小板检测采用电阻抗法#血红蛋白检测采

用比色法'检测项目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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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*红细胞计数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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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9Y

&*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$

89h

&*平均红细

胞血红蛋白浓度$

89h9

&*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

$

#=g$9Y

&*红细胞分布宽度标准差$

#=g$e=

&*血

小板计数$

6<5

&*平均血小板体积$

86Y

&*血小板分

布宽度$

6=g

&*血小板比容$

695

&*大血小板计数

$

6<99

&*大血小板比率$

6<9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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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学处理
!

采用
e6ee*'+-

统计软件分析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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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<99'*

项参数数据呈正态分

布或近似正态分布#其余各项参数用自然对数转换后

呈近似正态分布#方差齐性#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

差分析#两两比较采用
<e=

检验'以
"

$

-+-(

为差

异有统计学意义'

/

!

结
!!

果

/+$

!

血常规各项参数结果及与国家标准和其他地区

参考范围比较
!

某监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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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服刑人员的血常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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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低于大连*福州地区健康人群和国家标准#其余参

数参考范围也不完全相同#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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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血常规参数年龄变化趋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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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刑人员是一特殊群体#与社会人员生活环境和

生活方式差异较大#该群体的健康体检数据鲜有报

道#血常规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体检项目#能很大程

+

'&*'

+

检验医学与临床
*-'&

年
(

月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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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地反映出该群体的健康水平'本研究获取了东部

较发达地区某监狱
:-'

名男性服刑人员健康体检血

常规
*(

项参数结果#通过统计分析发现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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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范围明显低于国家标准和相关

文献报道值#因此#制订出该群体自身的参考范围是

十分必要的'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很多#可能与监管

条件下服刑人员饮食状况*运动量*工作环境等因素

有关'

从事不同劳动改造任务的服刑人员有
'(

项参数

差异有统计学意义$

"

$

-+-(

&#其中#白细胞相关参数

多达
.

项#分别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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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红细胞相关参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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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#分别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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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血小板

相关参数
*

项#分别是
6<5

和
86Y

'分析
,

组人员

之间的不同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!从事电子产

品加工的服刑人员经常接触电路板微量重金属#锡焊

过程中容易吸入挥发性气体等#

'(

项参数均与另外两

组人员中的一组或全部存在差异%狱内勤杂岗位较少

接触不良因素#活动空间相对较大#户外活动时间较

长#活动量较大#除
81B̀

*

7@À

*

6<5

外#其余
'*

项参数均与另外两组人员中的一组或全部存在差异#

其结果更接近相关文献报道的社会人员(

'$*

)

#因此#增

加服刑人员户外运动量对改善服刑人员的健康状况

有很大的帮助'

本研究中服刑人员年龄分布在
'&

"

;,

岁#主要

在青*中年段#通过对年龄分组观察不同年龄段血常

规参数变化趋势发现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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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参数与年龄变化相关#其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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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#与

重庆地区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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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和北京地区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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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老年人变化趋势一致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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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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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下降趋势#与重庆地区(

%

)老年人变化趋势一致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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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9h

呈上升趋势#与大连地区(

'

)报道相

符%

89Y

呈上升趋势#与北京地区(

(

)老年人变化趋势

一致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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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参

数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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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#但未

呈现趋势性变化#其中
6<5

和
695

两项参数
('

岁以

上年龄组与其余
,

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$

"

$

-+-(

&#与大连地区(

'

)报道近似#且与重庆地区(

%

)老年

人变化趋势呈接续关系#由此推测
6<5

和
695

在
(-

岁左右年龄段开始呈现下降趋势'

本次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#首先#缺乏女性服

刑人员的数据#其次#缺乏其他地区*其他监狱服刑人

员的数据参考#能否普遍代表全国服刑人员的整体水

平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报道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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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清结核分枝杆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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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体诊断活动性肺结核的临床结果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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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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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讨血清结核分枝杆菌免疫球蛋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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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抗体诊断活动性肺结核的临床结果%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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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

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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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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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至
*-':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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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该院收治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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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&非结核呼吸道疾病患者"

)D.(

$为研究

对象!并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纳入观察组!非结核呼吸道疾病患者纳入对照组!分析结核杆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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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体对活动

性肺结核的诊断结果%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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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察组中结核杆菌抗原检测阳性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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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显著高于对照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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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#观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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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相对分子质量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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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检测阳性例数最多!阳性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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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对照

组中单一抗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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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阳性例数最多!阳性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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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诊断灵敏度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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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特异度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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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阳性预测

值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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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阴性预测值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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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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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清结核分枝杆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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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体在诊断活动性肺结核中有一定的辅

助价值!有较高的阳性率和灵敏度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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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检测可能会提高活动性肺结核的诊断阳性率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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